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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園畫傳》畫譜性質與比較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黃一修 

摘要 

《芥子園畫傳》作為清朝印刷與畫譜重要的代表之作，其影響力主要在於其

為中國技法大成。其畫譜性質，不僅可作為中國畫技法初學者的入門，也引起許

多畫家的臨摹模仿，更使它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成為中國地區著名的繪畫教材。

《芥子園畫傳》同時也以相當完善的印刷技術以及編輯，為後世盛讚，具有相當

高的藝術價值。然而，《芥子園畫傳》並非畫譜的先例，在前的尚有《顧氏畫譜》、

《十竹齋畫譜》等。本文試圖釐清畫譜性質的流傳以及演變，歸納出《芥子園畫

傳》在當中有何承先啟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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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芥子園畫傳》作為中國畫技初學者的入門，可以學習用筆、寫形、構圖等

基本技法。學習《芥子園畫傳》後，對於中國畫技技法就能夠大致掌握。1 《芥

子園畫傳》初期編彙時間大概落在清朝初年。明清時期因商業發達與版畫成熟等

因素使得《芥子園畫傳》流傳時間延續相當長久。由清初初版至嘉慶年間，《芥

子園畫傳》始終都有人重新編輯，版本、內容也不斷更新，除了在原版本增錄新

的畫譜之外，也時常加入不同的畫法、畫冊。《芥子園畫傳》出版的兩百多年來

所刊刻的版本眾多，所引起的社會關注還有名聲自然隨之成長。 

最初由王概兄弟製作的《芥子園畫傳》，在清朝初印後造成廣大的迴響，由

原先的第一集，先後更接續出版二、三集，每集收錄不同主題的中國畫技巧。到

了清光緒年間巢勳（1852-1917）重新刊刻巢勳臨本，是現今較為常見的版本。除

了在原先三集中增加時賢名家的〈增廣名家畫譜〉，2 還多增加第四集的內容。不

過本質上早已脫離原先三集的脈絡，品質上更不能混為一談。 

巢勳臨本於第一集山水譜中，增收了楊伯潤（1837-1911）、任伯年（1840-

1895）、胡鐵梅（1848-1899）、巢勳等「海上畫派」的第一代名家。第二、三集中

則有〈摹仿諸家花卉翎毛譜〉，廣收任伯年、虛谷（1824-1896）、錢慧安（1833-

1911）、吳昌碩（1844-1927）海上名家。上述提到的這些畫家，都屬於為人所知

的海上畫派的宗師，因而暗示了《芥子園畫傳》在翻刻傳播途中，更因為畫譜的

流傳，間接塑造出流派的概念。3 反之，《芥子園畫傳》本身為教授畫稿技法說明

的存在，在清朝當時就已造成轟動。後人反覆刊印的情形下，使得《芥子園畫傳》

內容性質上除了原先的功能，也藉由畫家反覆臨摹，造就了廣告的宣傳效果。《芥

子園畫傳》綜合像是任伯年、虛谷、吳昌碩等至今名聲極大的藝術家，畫家們在

派別中更是無可取代，其影響更是至今仍保有研究的價值。 

不過，《芥子園畫傳》除了本身具有收藏、教學方法、技法等元素外，此一

成熟畫傳的出現，也代表過去在畫譜製作、編排、甚至裝幀上已經有悠久的歷史。

《芥子園畫傳》在流行臨摹的清朝初期，其所具備的綜合性畫譜之傳承關係，可

以追溯到明朝萬曆年間，它在編輯還有刊刻上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4 同時遵

從在畫法教學上畫譜的線性發展。作為一本十足的繪畫教科書，所承襲的風格還

有內容值得去探討中間畫譜演變的性質。除了技術層面之外，《芥子園畫傳》是

                                                 
1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台北市：蘭亭，1986），頁 162-163。 
2  陳振濂，國家圖書館編《芥子園畫傳》，（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序文。 
3  同上註。 
4  小林宏光，“Publishers and Their Hua-P’u in the Wan-li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Painting Manual in the Late Ming”，《故宮學術季刊》第 22 卷第 2 期，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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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被編輯成綜合性的畫譜？另外，《芥子園畫傳》在技術上雖多承襲《十竹齋

畫譜》，然而兩者追求的差異之處又為何？ 

本文將以《芥子園畫傳》作為畫譜的教學性的傳承為出發點，屏除作者與內

容較為不相關的第四集人物畫譜，僅以前三集為中心。試圖找尋當中除技術上，

還有組織上與其他畫譜的差異性，以及承襲了哪些部分，最終使得《芥子園畫傳》

成為畫法的大成。並且試圖釐清《芥子園畫傳》與《十竹齋畫譜》追求的特點差

異。 

一、 《芥子園畫傳》版本問題 

如要先詳細討論《芥子園畫傳》在中國清朝之後所產生的影響，首先必須要

先釐清有關版本上的問題。《芥子園畫譜》的出版仰賴李漁（1610-1680）的促成，

其名稱源由為此譜雋刻於李漁南京別墅「芥子園」中。在李漁所著《一家言全集》

卷四提到「金陵別業，地止一丘，故名芥子，狀其微也。」5 

《芥子園畫傳》總共分為四集，在歷史上所橫跨的時間約為兩百五十年左右。

儘管橫跨時間長，但實際上第一集與第二集的出版時間間隔相當長，第四集部分

又與前三集有明顯的增減。《芥子園畫譜》作為畫譜功能與今天稱《芥子園畫傳》

有所區隔，今存《芥子園畫傳》也並非原始的樣貌，而是經過幾代人的增補追加

製成。6 

（一）《芥子園畫傳》初集 

《芥子園畫傳》初集刊行於康熙十八年（1676），其編輯者為李漁女婿沈心

友（生卒年不詳），請王概（生卒年不詳）依據明朝末年畫家李流芳（1575-1629）

約四十三幅的《課徒山水畫稿》編輯而成。後沈心友又請王概、王蓍（1649-1734

後）、王臬三兄弟整理增繪，經過三年之後，增加至一百三十三頁。7 同時臨摹古

人的各式山水畫四十幅。內容上，在畫傳前面由李漁作序，總共分為五卷。 

詳細內容第一卷為〈畫學淺說〉、〈設色各法〉，展現出論畫理論，有十八則，

當中並沒有圖畫只用文字描述。第二、三卷分別為〈樹譜〉、〈山石譜〉則開始使

用文字來描述圖畫。到了第四卷〈人物屋宇譜〉同樣以圖畫為主，但在文字上則

                                                 
5  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頁 349。 
6  陳振濂，國家圖書館編，《芥子園畫傳》，序文。 
7  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頁 34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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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論述畫「點景人物」、「點景鳥獸」甚至到「界畫樓閣」等諸法。第五卷中的

《摹寫各家畫譜》即是摹仿古代諸家「橫長」、「宮紈」、「摺扇」不同的作品，8 作

為示範之例，像是仿巨然橫山圖、仿王叔明的摺扇山水等。從中可以了解到畫譜

期望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提供讀者中國技法的學習。 

（二）《芥子園畫傳》二、三集 

《芥子園畫傳》第二集的刊行時間是在康熙四十年（1701），與初集的出版

時間相隔了二十二年之久。在此時李漁已經去世，芥子園也三易主人。沈心友又

再請王氏三兄弟，斟酌增刪杭州名畫家諸曦庵（1618-？）的《竹蘭譜》和王蘊庵

的《梅菊草蟲花鳥譜》，利用餖版彩色套印而成。第二集分為兩冊，上冊是竹、

蘭、菊、竹譜，下冊則是草、蟲、花、鳥譜，各為體系。9 每個譜前面都有畫法

淺說，此後即為圖畫，分別展示各種畫法還有作畫的程序。 

第三集製作時間則是與第二集同時進行，時間約是在梅蘭竹菊譜之後開始著

手。同樣與二集一樣出自王概三兄弟之手，後世稱《芥子園畫傳》二、三集為「王

概本」。第三集前有王蓍與王澤弘作序，共分為四卷。卷一、二是花卉草蟲譜，

特別收錄有〈畫花卉淺說〉、〈畫花鳥淺說〉圖示畫花卉還有草蟲等方法。卷三、

卷四則是花卉，雖也是附〈畫花鳥淺說〉【圖 1】但重點則是講解木本花卉畫法。
10 最後卷末的部分，附上沈心友的〈設色諸法〉【圖 2】，敘述石青、石綠等諸色

性質還有使用方法。明顯地指出除了畫法技術外，在原料使用上也多有著墨介紹，

更需要仰賴足夠的彩印技術，才得以製作出相對的畫法展現。 

（三）《芥子園畫傳》四集 

沈心友在例言中曾經表示有擬訂第四集的出版計畫，內容上可能為《寫真秘

傳》，可惜書並未編成。但後世仍然有許多繪畫愛好者尋找第四集的下落，也希

望能有第四集的出世。第四集有可能出自於投機商人的社會心理，於嘉慶二十三

年（1818）由蘇州小酉山房鐫刻板印行。11 首卷為丁鶴州（？-1761）的《寫真

秘傳》拼湊《晚笑堂畫傳》中的部分畫譜而成，藉由芥子園之名出版，內容上則

是以人物肖像畫為主，與原先一至三集並沒有太大的關連。 

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緒十二年（1880）上海鴻文書局出版《芥子園畫四集續

畫傳》，編輯者為巢勳，透過張熊所藏之《芥子園畫傳》珍本著手進行翻印。翻

                                                 
8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163。 
9  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頁 349。 
10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164-165。 
11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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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內容為初集以及二、三集，在各集之後廣增了當代名人，像是任伯年、吳昌

碩等上海名家的作品，名曰〈增廣名家畫譜〉。並請何鏞作序，同時巢勳也將自

己的作畫編入其中。巢勳增訂第四集的原因實為其不滿意原書第四集的拼湊內容，

因而決定重新編輯人物畫法。雖說重新編輯，但也僅抄錄《佩文齋書畫譜》，並

且將丁鶴州的《寫真秘傳》與自己臨摹古人的稿本彙整介紹。12 四集所輯雖然與

前三者非同一人所作，但就內容上分析也有其增加編輯的道理所在，取材方面也

並無衝突，至於光緒期間巢勳所作的版本，在藝術成就上價值並沒有前三集來的

精彩，不過也因時間較為晚期是後世較易取得的版本。從上述資料明顯指涉到第

四集的出版與前面三集出版時間與關係上相差甚多，本文討論因此主要採取首集

至三集為主。 

二、 《芥子園畫傳》畫譜性質與特點 

《芥子園畫傳》對除了繪畫影響極大之外，在雕刻、印刷上也有極大的藝

術價值，特別之處在於吸收前朝《十竹齋畫譜》水印木刻的傳統方法，並有所

提升。13 《芥子園畫傳》具有的特點，就是將著名的畫家根據自身具有的繪畫

經驗編輯，在繪畫「基本技法」有深刻琢磨，並且符合科學道理，使得初學者

能夠領會、臨摹。另外取得各名家畫論、畫理的文字，使得此畫傳架構更趨完

善。整體來說內容豐富，加上薈萃各家摹仿作品，正是《芥子園畫傳》廣為流

傳的原因。針對《芥子園畫傳》，以下透過幾個特點來分析畫傳特質。 

（一）印刷流傳  

《芥子園畫傳》整體印行上，可以從中感受到其具有高度的藝術價值。無論

是使用單色的雙刀平刻，又或者為大眾所熟悉的水印餖版套色，書籍裝幀則使用

了的蝴蝶裝，與前朝的《十竹齋畫譜》相比，更有突破技術之勢。14 《芥子園畫

傳》採用的畫工以及刻工都為當時的名手，因此達到相對高的水平。後人較多視

其藝術價值，體現在初、二、三集當中所採用水印套色的作品，三集所採用的不

僅彩色套色，同時還具有水墨套印的混雜共用。特別是在初集卷五的山水、二集

中蘭竹梅菊和三集的畫鳥草蟲部分採用彩色套色，與《十竹齋畫譜》當中〈翎毛

譜〉相比色彩更加豐富變化。15 

印刷所使用餖版或者套版是按照色彩不同的原樣，不同色彩分別製成一組板

                                                 
12 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北京：中國書坊，2011），簡介。 
13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165-167。 
14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168-170。 
1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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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每板一色，逐次套色。餖版一詞反映在板片不僅有分色，還有按照深淺所構

成不同印板，因其堆砌批湊有如餖飣，故名。16 餖版製作上程序有三大重點，一

是分色勾描；二是刻分色版畫；三是逐色套印，技術層面上相互配合且具有多層

階段，操作起來自然是相當不易。現今的平板彩色膠印便是從餖版的發展而來，

但今天多用鋅版取代木板，深淺也並不是靠塗色而是使用網點17。從中能發現當

時印刷多仰賴工人技術，套板如數量眾多，更需具有熟練技巧的職人製作，在印

刷技術要求上，當時只會更為嚴格。《芥子園畫傳》精細的印刷內容所含範圍不

僅書畫圖示，更有收錄古人詩詞，間接迎合當時文人氣息，許多文人雅士可能作

為收藏的「清玩之趣」。18 

最後，《芥子園畫傳》可貴之處在於繪畫、雕刻還有印刷三部分的密切關係。

王概三兄弟不單從事繪稿工作，也加入「鉤勒影摹」還有指導刻印的工作。19 沈

心友在例言中更有記述「握管所示及者」，可以由鐫刻者辦到，有的如果技術上

鐫刻者未能達到，還可以仰賴印刷者所辦到。藉由王氏兄弟還有沈心友及刻工合

作，分工參考其事：王耆擔任「鉤勒影摹各色，上之棗梨」一事；便由王臬綜理，

至於「每冊將成，品騭編定」一是由王概所訂；支助此譜之成的沈心友則是斟酌

盡善同樣校對整本畫傳事宜。20 整個畫傳所具有的印刷價值不單體現在刻印工

上，也屬於畫家和刻印工匠合作結果，才能使原先畫譜教學性質昇華成極具收藏

價值的藝術作品。 

（二）裝幀藝術價值 

中國書籍是文化的發展，對於中國古籍裝幀大略分為三階段：結繩、簡冊和

線裝。裝幀對於書籍來說，不僅有方便攜帶的重要性，其中書籍從單一處理圖文

訊息的功能昇華到具有審美的價值。21 中國具有的「書卷氣」有寬廣豐富的內涵，

對於書籍而言，可以解讀成有生命力的裝幀型態。當中蘊含的不僅是技術層面更

有裝幀藝術家的「心靈」、「性情」。22 裝幀就如同人體結構形象化的闡述，從封

面對應到臉、序言等是脖子過渡的功能等。考慮到裝幀所含藝術性，因此討論《芥

子園畫傳》，挑選蝴蝶裝的裝幀性格，是有其重要性的。 

《芥子園畫傳》之所以使用蝴蝶裝或許能從蝴蝶裝裝訂和內涵上推敲。於孫

慶增《藏書紀要》提及的蝴蝶裝技術可知古人對於裝幀的重視猶如藝術品一般，

                                                 
16 錢存訓，《中國書籍、紙墨及印刷史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2），頁 144。 
17 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頁 294。 
18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168-170。 
19 羅樹寶，《中國古代圖書印刷史》（長沙市：岳麓書社，2008），頁 270。 
20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168-170。 
21 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頁 10-15。 
22 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頁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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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裝訂豐富內涵。另在邱陵《書籍裝幀藝術簡史》當中，也提及古人對於裝幀

在於「雅」字追求，為書卷氣為審美的核心，也可體現在明朝《十竹齋畫譜》和

本篇討論的《芥子園畫傳》性質上。23 

蝴蝶裝是宋印本最盛行的裝訂方式，簡稱蝶裝。從蝴蝶裝開始就進入了冊頁

裝時代。其法不採用線或是紙捻，穿孔訂成，只用糊藥黏連，在日本稱為「粘頁」。

將糊藥黏起印張背面的中間版心，黏住後外用書衣包裹裱褙，故曰裝背、裱背等，

不稱裝訂。並不使用訂線在工序上少了近十三道的工序，比線裝金鑲玉少了近一

半手續，因此難度更大。24 但在宋朝來說，蝴蝶裝為最理想的書籍裝幀形式，除

了外觀雅致外，翻閱也方便。最重要的是，在打開之後就有「完整」的版面呈現。 

不過，蝴蝶裝具有的缺點就是，翻過有文字的一面便容易出現無字的白頁。

另外在書背處的漿糊相連也難以長久保存，成為其致命的缺點。後由南宋後期包

背裝所改善。25 在《芥子園畫傳》成書的時代，流行的也並非蝴蝶裝而是線裝書

的鼎盛時期。然而在紙張的印刷後，為了保持圖畫完整性，如採用包背裝版心向

外的形式，勢必將圖畫分為兩頁，加上線裝書更無法完整呈現彩印的全貌，因此

《芥子園畫傳》會使用蝴蝶裝應屬於自然挑選淘汰產生的結果。 

（三）李漁戲曲背景與美學思想 

李漁雖然並未編輯《芥子園畫傳》，但卻為主要的促成者。李漁初名仙侶，

字笠翁、謫凡，號天徒、湖上笠翁。李漁是著名的中國戲曲理論家，同時也是思

想家、小說家等。他的小說、戲曲廣受讀者歡迎，部份書商為了牟利，爭相翻刻

他的作品，翻刻時品質不一，有些粗製濫造，當時以金陵地區最為盛行。26 李漁

為了與當地書坊交涉，移家金陵後則建造眾所皆知的芥子園。重要的是，他還創

立了芥子園書坊，以及先前的翼聖堂，在在顯現出李漁出版事業的背景。 

李漁主持過相當多刊印的紀錄，除了自己的著作和《芥子園畫傳》外，還有

像是四大奇書等，但重要的是李漁還設計出眾多新穎美觀的箋簡。在雍正八年

（1730）芥子園所刻《笠翁一家言全集》本《閒情偶寄》中，上引「器玩部」〈箋

簡〉當中提到「芥子園名箋」五字更當作在芥子園書坊李漁參與刻印的證據。總

共「有韻事箋八種，織錦箋十種」，「錦紋十種，則盡仿回文織錦之義，滿幅皆錦，

止留穀紋缺處待人作書。」27 類似的箋簡製作需要極好的套印技術，李漁在芥子

                                                 
23 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頁 93-100。 
24 張秀民，韓琦增訂，《中國印刷史》，（杭州市：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頁 155-156。 
25 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頁 100-108。 
26 俞為民，《李漁評傳》，（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 22-25。 
27 黃強，《李漁考論》（臺北市，國家出版社，2015），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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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書坊刻印的箋簡尚且如此豐富，對於李漁所擁有的刊刻技術自然不用懷疑。 

李漁居住金陵期間，在書坊的工作尚有編書、徵稿、校對等事宜，同時也擔

任推薦新書的角色。沈心友雖作為《芥子園畫傳》推手之一，卻也是在李漁的指

點栽培之下。《芥子園畫傳》初集也是在李漁商定後「急命付梓」。28 李漁對於《芥

子園畫傳》初集實質上貢獻良多，首先是書名出於他，以當時有名的「芥子園名

箋」作為品牌。李漁對於園林美學中，實用、創新、崇尚自然，還有利用借景等

實踐，提出了系統的理論。29 芥子園的花木、精巧的園林結構與《畫傳》示人以

山水花卉諸品的寫生佳譜，兩者並言，書名對此書流傳具有決定性意義。30 

李漁對於畫傳的流傳並非止於此，在第二集中「蘭竹譜」和第三集「花卉草

蟲譜」，雖編輯時間在李漁逝世二十多年之後，但是事實上李漁提供相當數量的

畫稿。在〈芥子園畫傳合編序〉當中就有明確指出王概兄弟臨寫增輯的《芥子園

畫傳》二、三集，是由李漁以及沈心友翁婿提供的原稿為基礎創作，更顯得前三

集畫譜關聯性不可分割。王概利用蘭竹梅菊譜為前篇，花卉草蟲翎毛為後篇，最

重要為仍標示《芥子園畫傳》，使得李漁與「芥子園」兩個品牌所含的文化資訊

大量流傳。31                                                                                                                                                                                                                                                                                                                                                                                                                                                                                                                                                                                                                                                                                                                                                                                                                                                                                                                                                                                                                                                                                                                                                                                                                                                                                                                                                                                                                                                                                                                                                                                                                                                                        

（四）教學方法 

《芥子園畫譜》由李漁倡議編輯，雖付梓南京，但實際編纂的地點是在杭州，

杭州向來文風鼎盛，特別到清一代更為明顯。杭州也作為中國近代新式美術教育

的發源地之一。32 《芥子園畫傳》作為繪畫教科書配合清朝初期康熙、乾隆之後，

大力支持四王山水作為正途。雖畫傳中並無直接與四王有所關連，社會大多將其

視為「正統派」，能看出當時主流所含文人畫思想。 

作者之一的王概同時是傳統文人畫家出身。其在《芥子園畫傳》在初集的「青

在堂畫學淺說」提出需要承襲前人看法，且也強調讀書、書卷氣的重要性，期望

去除俗氣對於繪畫觀念有所提升，貼近古代文人理念。33 畫傳在首段就介紹了南

齊的謝赫六法【圖 3】、六要六長、三病、十二忌等為當時繪畫創作還有藝術價值

品評的基本架構，文字上淺顯易懂。以「青在堂畫學淺說」中「計皴」一段為例。 

學者必須淺心畢智。先功某一家皴。至所學既成。心手相應。然後

                                                 
28 黃強，《李漁考論》，頁 258。 
29 俞為民，《李漁評傳》，頁 379-396。 
30 黃強，《李漁考論》，頁 264-266。 
31 同上註。 
32 潘襎，〈傅狷夫美育思想研究〉，《現代書畫藝術風格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 
33 楊永德，《中國古代書籍裝幀》，頁 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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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雜採旁收。自出罏冶。陶鑄諸家。自成一家後則貴於渾總而先

實貴於不雜約略計之。 

披麻皴  亂麻皴  芝麻皴  大斧皴 

小斧皴  雲頭皴  雨點皴  彈渦皴 

荷葉皴  礬頭皴  骷髏皴  鬼皮皴 

解索皴  亂柴皴  牛毛皴  馬牙皴 

更有披麻而雜雨點荷葉而攪斧劈者至某皴創自某人。某人師法於某。

余已具載於山石分圖上茲不贅。34 

引文中能夠輕易看出《芥子園畫傳》在藝術技法教法上，具有循序漸進的安

排。以皴法的舉例觀察，當中將常見的皴法，如披麻皴、荷葉皴等列入其中。針

對學習方式，作者也希望學習者能夠先專一某一基本技法，再予以旁敲側擊相關

技法。另外也提出皴法的應用上有交雜之處，由「載於山石分圖上茲不贅」了解

到《芥子園畫傳》依然強調畫譜的性質，文字作為畫傳當中輔助角色。此特性或

許也能在「六法」一章略見一二。 

南齊謝赫。曰氣韻生動。曰骨法用筆。曰應物寫形。曰隨類傅彩。

曰經營位置。曰傳模移寫骨法以下五端可學而成氣韻必在生知。35 

此章節所節錄謝赫六法與原先的稍有出入但實際上原旨相同。當中六法原文

其實是「一曰氣韻生動是也；二曰骨法用筆是也、三曰應物象形是也；四曰隨類

傅彩是也；五曰經營置位是也；六曰傳移模寫是也。」能夠推斷出在《芥子園畫

傳》依然彙整傳統的中國技法介紹，除基本的畫論外，更希望藉由圖畫的方式展

現整體繪畫技術以及學習過程，由「計皴」一章之後乃「釋名」、「用筆」、「用墨」、

「重潤渲染」、「天地位置」、「設色」等章節，依照對應的繪圖方法亦是從基本至

複雜、從單一擴至整體。色彩方面也能見畫傳安排上，黑白之線條勾勒出現在設

色之前，儘管對於色彩如何表現在紙張上的技法並無基本筆法談論得多，仍然可

見由單一色彩至多彩的過程。 

於《芥子園畫傳》目錄後的基本畫法介紹，也直接對應至畫傳後方的圖畫畫

                                                 
34 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28，網址：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35 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24，網址：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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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介紹，以畫石法為例，畫傳除在畫學淺說中以皴法範例外，在初集的畫石譜當

中首節，便可見到簡入複雜貫徹的教學手法。於畫石譜首先介紹為畫石之起手式

【圖 4】，於後則可見「諸家皴石詳辨」【圖 5】，細解各大家皴法的重點以及畫法

之精華。即可見如馬遠、范寬等大家之畫石皴法【圖 6】，待學習諸家不同畫法，

隨之進階由畫石到畫山。 

畫山部分則同樣採用起手式開始的線性學習方式。起手式部分則提到：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佘入從碎處積為大山。此最是病。古

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與皴法

不一。要之取勢為主。元六論米高二家。先得吾心。」36 

掌握畫山的技巧能夠由大輪廓先取，以至細微之處採用皴法，顯而可知畫山

基本架構。其後簡述「山論三遠法」【圖 7】與現今中國技法所知山水畫審美重點

相同。不過與畫石相比畫山所觸及範圍更為廣闊，構圖上教法也增加了像巒頭的

分圖畫法【圖 8】，也廣收像范寬（950-1032）、巨然（生卒不詳）、李成（919-967）

畫法和解說。除分構巒頭畫法，同樣性質的包括畫坡、畫山田、畫泉水瀑布、畫

雲彩等。都收錄在第三卷《山石譜》中。配合第四卷的《人物屋宇譜》，最終於

最後的《摹仿各家畫譜》進行總結。 

「青在堂畫學淺說」首段即有提及 

鹿柴氏曰。論畫或尚繁。或尚簡。繁非也。或謂之易。或謂之難。

難非也。易非也。或貴有法。或貴無法。無法非也。終於有法更非

也。惟先規度森嚴。而後超神盡變。有法之極。歸於無法。……37 

《芥子園畫傳》所反覆強調的思想，就是須從易入難，由簡入繁。先學習

法度規矩，進而熟稔後，方能產生變化，這樣循序漸進由點到面的完整統整。

猶如畫學講義，談論到六法、六要等，在蘭竹梅菊一集中更是大篇幅展示畫法

入門。整套的學畫方法也構成在中國首部科學方法統整的教科書。38 最後的《增

廣名家畫譜》與《摹仿各家畫譜》則為最終實現畫法的最佳展示。 

                                                 
36 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24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37 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23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38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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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芥子園畫傳》的畫譜性質 

書籍添加插畫的形式，並非從明朝時候開始。唐代印刷出土的佛典《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開頭便有佛像；南宋時期的《毛詩舉要圖》等也出現圖像表示經書

出現的事物。但在明朝中葉以後，特別是明朝末期，添加插圖的書籍大量刊行，

且文字與繪畫的關係逐漸翻轉。此外，與前朝添加圖案世俗性不同，明末時期許

多以繪畫為主體出版物也開始出現。39 

再加上晚明閱讀習慣上的改變成為一種趨勢，從集中的方式轉為任意而隨

興的，比起敘事性，更強調藝術性，這反應到晚明文人還有通俗市場間流動與

模糊性質，也反應了名手的刻工或插畫家對書中圖像的影響。然而以《西廂記》

1640 年天章閣本為例，並不以敘事手法創作圖像，減少敘事功能的作法表示，

在晚明視覺圖像挪用的情形已經出現，如《十竹齋畫譜》就有此種插圖符合題

詩的情形。40 

在《釋名･釋典藝》提到：「譜，布也，布列見其事也。」就像是早期宋元時

期的《梅花喜神譜》便是布列梅花圖所集成的冊子，畫譜原先的功能就是收集複

數的畫而編輯成的書籍。直到後來畫譜兩字才漸漸具有「學習繪畫者範本」的功

能。41 在提到綜合性畫譜的開創起源，從原先《梅譜》、《竹譜》的單一主題，到

了明朝嘉慶年間（1522-1566）擴展至花鳥畫。在《芥子園畫傳》與《十竹齋畫譜》

之前，大致上的畫譜種類有三種功能：分別為介紹知識圖鑑、說明畫技圖譜、供

人欣賞圖像。42 

但實際上綜合畫譜的開創者，必須要回溯到 1598 年周履靖（生足不祥）所

編《夷門廣牘》其中一個牘目《畫藪》中掌握了許多畫譜的主題種類，在一開始

的《畫評會海》則首先提出一些繪畫理論。43 像是當中所談的「六法三品」、「八

三病」、「十貴六長」，以及關於樹石山水畫作的精神旨趣評議等。在《畫藪》牘

目中除《畫評會海》之外尚有《天形道貌》、《淇園肖影》、《羅浮幻質》、《春谷嚶

翔》、《繪林題識》等七種。另外在《博雅》牘中的《格古要論》也與書畫多有相

                                                 
39 周生春、何朝暉編，《印刷與市場國際會議論文集》（杭州市：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頁 222-

223。 
40 Ma, Meng-ching, “Linking Poetry, Painting, and Prints: The Mode of Poetic Pictures in Late-Ming 

Illustrations to The Story of The Western Wing.）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 1, (2008) 

p.1-51. 
41 周生春、何朝暉編，《印刷與市場國際會議論文集》，頁 229 
42 馬孟晶，〈依違於版畫與繪畫之間──《十竹齋畫譜》的多重性格〉，《故宮學術季刊》第 18 卷

第 1 期（2000），頁 109-115。 
43 小林宏光，“Publishers and Their Hua-P’u in the Wan-li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Painting Manual in the Late Ming”，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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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44 

《夷門廣牘》中書畫相關內容與《芥子園畫傳》相比，已經大幅降低了各種

基本筆法、按書操作等教導的實際功能。轉而列舉諸多法帖畫譜的品評分析、書

畫理論以及各種有典有據之書畫知識。《格古要論》中許多文人的題字贈詞能發

現文人書藝的交談，其中所指的「游藝活動」並非落在書畫的教學指導之用，顯

示作法上視書畫為精神娛樂活動。相比《芥子園畫傳》上除了教科書性質，其所

含多幅圖畫有古人詩詞，目的上也小有迎合當時文人「清玩之趣」之意。 

另外，值得作為綜合性畫譜對照的是杭州楊爾曾作《圖繪宗彝》。《圖繪宗彝》

為八卷四冊的畫譜於 1607 年由杭州夷白堂刊行，刻工黃德寵為當時徽州版畫木

刻之首，繪稿者蔡汝左也是安徽地區職業畫家，曾經擔任《唐詩五言畫譜》繪稿

者，繪畫者與刻工作為書籍良好的宣傳。《芥子園畫傳》在編輯上，特別是第二

集之編，主要工作仍是由王氏三兄弟，但在每譜當中，請了杭州畫家協助，在蘭

竹部分由諸昇（1618-？），梅菊則是即請王質所作。沈心友在例言中也有提到：

「王蘊菴、諸昇菴，武林名宿也，聞畫傳二集之請，兩先生白髮蕭蕭，欣然任事，

三年乃成。」45 ，除了藉重兩老的技術外，實質上也應有寄望名家的聲望進行宣

傳。不過芥子園畫傳在初集出現之時，倚重李漁的名號和芥子園書坊的刊刻，早

已聲名遠播，第一集出版後即有許多人詢問次集的下落。加上王氏三兄弟本身也

為名震一時的畫家，對於他們而言，良好的刻工與畫師無疑只是錦上添花。 

《圖繪宗彝》為木板畫集，前六卷畫題包含山水植物、花鳥昆蟲、梅、蘭等，

後兩卷收錄畫論，所涵蓋範圍甚廣，許多圖像與插圖也都大量取自《畫藪》。儘

管內容上多無自創，46 但在圖像表達上會利用其他畫譜人物與景色加以融合，重

新構圖。內容上與《芥子園畫傳》相當接近，包含主題等都極為相似，但能夠清

楚感受到《圖繪宗彝》作為畫集的目的性，主要功能與《畫藪》不同，特別集中

在視覺效果中來強調當中的價值。此種畫譜圖使得許多藝術家能夠欣賞到原始畫

作作為研究或者能讀到畫論，促使目標族群漸轉為一般畫家或是收藏家為主，成

為更多族群閱讀的畫譜。47 從畫蘭花【圖 9】部分進行比較就可發現《圖繪宗彝》

雖性質上相當接近《芥子園畫譜》【圖 10】，就整體而言編排上並無達到高度的教

學性質，在起手式部分介紹相當緊湊，較為簡略。 

在萬曆年間所刊行的畫譜，慢慢成為大眾包含非菁英階級讀者的視覺教材，

                                                 
44 葉俊慶，〈周履靖及其《夷門廣牘》研究〉，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2007 
45 王伯敏，《中國版畫史》，頁 164。 
46 小林宏光，“Publishers and Their Hua-P’u in the Wan-li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Painting Manual in the Late Ming”，頁 174-179。 
47 小林宏光，“Publishers and Their Hua-P’u in the Wan-li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Painting Manual in the Late Ming”，頁 178。 



議藝份子 第三十一期 

 

13 

 

對於《芥子園畫傳》而言，具有深入淺出的畫學教法。除了延續過去畫譜具有的

性質，在教法上更吸收在部分綜合型畫譜所具有繪畫知識的傳播功能。上海學者

王圻（1535-1614）與其子共同編纂的類書《三才圖會》收羅大量古籍，屬於介紹

知識型的圖鑑，當中有描繪繪畫，特別是皴法【圖 11】的部分，詳細的記錄前朝

的名家技法，且配合文字的標記能夠使得觀者更加了解主題，48 可惜無法藉由印

刷的表現了解用墨的技術。要到之後的《芥子園畫傳》才得以利用成熟的印刷技

術將皴法用墨表現於畫傳呈現【圖 12】。綜觀幾種類似書籍比較，了解《芥子園

畫傳》作為畫譜性質於各方面都有所吸收，配合成熟的技術創造出不同以往的畫

譜模式。 

《芥子園畫傳》與《十竹齋畫譜》的關係 

《芥子園畫傳》與《十竹齋畫譜》的關係最為密切，無論是彩色套印的技術、

餖版印刷，又或者是內容上多有相似之處。許多研究中也討論到《芥子園畫傳》

與《十竹齋畫譜》技術上的繼承關係。《十竹齋畫譜》具有說明畫技與供人欣賞

的兩項特質，另外也因為它開發了新的技術，跳脫了傳統版畫的風格與繪畫相互

靠近，因此在表現上也具備更多的性格。十竹齋刊刻的八種畫譜可以大略分為幾

個特質： 

（一）大致仍遵循版畫畫譜傳統者。包括《蘭譜》及《竹譜》 

（二）有譜錄的傳統，但融匯繪畫的表現形式，如《梅譜》和《翎

毛譜》 

（三）取法繪畫的形式，像《圖畫冊》與《墨華冊》 

（四）與譜錄及繪畫傳統關係稍遠，而突顯出版畫本身的特色，《石

譜》及《果譜》即屬此類。49 

《芥子園畫傳》的三集中，無論在山水、花鳥、蘭、竹等主題都顯現出強烈

的傳統畫譜性格。在每集前出現指導基本繪畫技法的起手式或者口訣。但在教學

上更加精細，且依循一貫的風格，儘管三集的時間相差一段時間，仍可以從目錄

看出，編者期望透過畫論的基礎進而推衍至基本筆法，進而點景，最終摹仿名家

的過程。 

                                                 
48 小林宏光，“Publishers and Their Hua-P’u in the Wan-li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Painting Manual in the Late Ming”，頁 180-181。 
49 馬孟晶，〈依違於版畫與繪畫之間──《十竹齋畫譜》的多重性格〉，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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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十竹齋相比，《芥子園畫傳》中具有畫意性質的部分，儘管可以在《花卉

翎毛譜》中見到詩詞題詠【圖 13】，詩詞所提緊扣繪畫主題，具有文人意境。十

竹齋的《梅譜》與《翎毛譜》【圖 14】雖也會利用文學典故，或用小字以註明描

繪內容，50 但實際上所編並無芥子園所呈現較為嚴謹的條列目錄【圖 15】。此點

在初集和二集中也能見到，且在《芥子園畫傳》也能看到目錄上仔細記載不同主

題下各家的摹仿解析，雖較為嚴謹，內容卻也不失畫意的表現。 

最後，在《十竹齋畫譜》能見到裝飾性的設計，如要仔細探究《芥子園畫傳》

中是否有和《墨華冊》加入裝飾性的邊框設計【圖 16】？其實能在《芥子園畫傳》

中第一集的部分見到類似的表現，但其分類手法是將其放置在〈宮紈〉【圖 17】、

〈摺扇〉【圖 18】的繪畫分類當中作為不同題材的表現形式。整體而言能再次確

認《芥子園畫傳》作為教學性質的自覺和細膩的編排過程，雖兩者皆有高超的繪

印技術，卻有明顯不同的出發點。內容上《芥子園畫傳》雖有繼承十竹齋部分的

風格性質，但所展現的實用性質，與賞玩為主的《十竹齋畫譜》創新精神確實多

有出入，《芥子園畫傳》圖譜、模擬繪畫等過程，確實也與時代相近的《十竹齋

畫譜》關係不可抹滅。 

結論 

《芥子園畫傳》於一開始所見其實就明顯展現出教科書的性質。無論是在初

集、二集還是三集都有所連貫。且內含的內容雖廣，但在作為教學的教材卻依然

按部就班，依照最基本的畫論，進而衍生出用筆、皴法。直到景色的畫法，依然

是從較小部分的區域開始延伸。可見到其意識自己作為畫譜的受眾，應該為一般

的畫家，使得他們也能於開始輕鬆入手。 

一直至清朝末年，繪畫的教育上轉向新式繪畫的教學，當時的背景已然出現

商務印書館、畫報、雜誌還有專門的著書談論美學思想等。顯示當時資訊的來源

已相當多元，但在官方認定教科書大多還是受到日本影響下，《芥子園畫傳》作

為坊間使用的教學用書並未受到新教科書的訂定有所擠壓而遭至淘汰。《芥子園

畫傳》能夠流傳時間如此之長，一部分為部編教科書的限制，使得坊間仍使用《芥

子園畫傳》作為教學講義。51 能夠推斷在清末至民初期間仍然保有一定的影響力。 

芥子園嚴謹的教學手法與其時間、性質相近的《十竹齋畫譜》相比，更能顯

示出不同追求的主軸。十竹齋除希望於技巧上突破，包含餖版、套色、拱花等之

外，另外也冀望內容形式上多作突破，可由不同冊中所透露性格的迥異窺見一二。

                                                 
50 馬孟晶，〈依違於版畫與繪畫之間──《十竹齋畫譜》的多重性格〉，頁 123-128。 
51 吳嘉陵，《清末民初的繪畫教育與畫家》（臺北市：秀威資訊，2006），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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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反映到《芥子園畫傳》中，則可以輕易歸納出其保有教科書強烈的意志，彙

整了從萬曆年間大量畫譜的各種優點，且投入在藝術教科書的使用上。因此能突

破長久的時間，在現今依然保持有相當的中國畫譜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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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子園畫傳》初集，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117。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圖 9】楊爾曾，《圖繪宗彝》，畫蘭。圖版來源：明楊爾曾編，蔡汝佐繪，黄德

萬曆 35 年夷白堂刊本，網路版本，頁 81 

【圖 10】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芥子園畫譜》畫蘭。圖版來源：王概等編，

《芥子園畫傳》二集，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36。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圖 11】王圻，《三才圖會》，皴法。圖版來源：小林宏光，〈Publishers and Their 

Hua-P’u in the Wan-li Perio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Painting 

Manual in the Late Ming〉，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十二卷，頁 193。 

【圖 12】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芥子園畫譜》皴法。圖版來源：王概等編，

《芥子園畫傳》初集，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104。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圖 13】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菊譜》，圖版來源：王概等編，《芥子園畫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59W0kcOXxj6UTNSN1JyUzJEMjQ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0B59W0kcOXxj6UTNSN1JyUzJEMj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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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二集，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206。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圖 14】胡正言編，《十竹齋畫譜》，〈翎毛譜〉，圖版來源：胡正言編，《十竹齋

書畫譜》，國立中央圖書館，頁 216。 

【圖 15】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菊譜〉目錄，圖版來源：王概等編，《芥子

園畫傳》二集，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193。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圖 16】胡正言編，《十竹齋畫譜》，〈墨華冊〉，圖版來源：胡正言編，《十竹齋

書畫譜》，國立中央圖書館，頁 144。 

【圖 17】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宮紈〉，圖版來源：王概等編，《芥子園畫

傳》初集，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214。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圖 18】王概等編，《芥子園畫傳》，〈摺扇〉，圖版來源：王概等編，《芥子園畫

傳》初集，清康熙年間彩色套印本，網路版本，頁 214。 

〈https://shuge.org/ebook/jie-zi-yuan-hua-zhuan/?format=pdf〉（2016/05/30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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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圖 1】〈畫花鳥淺說〉 

 

 

 

【圖 2】〈設色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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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謝赫六法」 

 

 

 

【圖 4】畫石起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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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諸家皴石詳辨」 

 

 

 

【圖 6】畫石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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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山論三遠法」 

 

 

 

【圖 8】諸家巒頭分圖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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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圖繪宗彝》畫蘭 

 

 

 

【圖 10】《芥子園畫譜》畫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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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三才圖會》 

 

 

 

【圖 12】《芥子園畫譜》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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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菊譜》 

 

 

【圖 14】《翎毛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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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菊譜》目錄 

 

 

 

【圖 16】《墨華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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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宮紈〉 

 

 

 

【圖 18】〈摺扇〉 


